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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好好看有图好好看

11 月 25 日，全国援非抗埃表彰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当听到先进集体和

个人代表再次讲述那段事迹的时候，又将

我的思绪拉到了那个炎热无比、贫穷落后

的西非，想起那个凶残丑陋、涂炭生灵的超

级病毒埃博拉。

2015年 1月 13日，夜很黑，然而，302医

院内却灯火通明。我成为第三批解放军援

塞医疗队宣传干事，出发在即，我似乎有一

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感觉。然而，

就在出门时，2 岁的儿子却不让我走，哭喊

着要我陪他玩，我只好说去办公室才得以

脱身。随着一声“出发”的口令，队员们开

始向大轿车走去。就在这一刻，亲人离别

的场景令人动容，拥抱、挥手、呐喊。这时，

我的一位老战友从河南发来信息，很短很

震撼：“兄弟，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我抬

头望着窗外送行的人群，发现了妻子，她没

有挥手，而是默默地看着我流泪……

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向东南方向出

发，沿路能看到一片美丽的海洋，翻滚的水

浪拍打着岸边，戏水的小伙和姑娘们在尽

情地冲浪。接着穿过一片有些繁华的小

镇，这里有熙来攘往的二手汽车，错落复杂

的店铺，头顶货物沿街叫卖的小贩，穿着制

服略显牛气的交通警察在指挥着交通。我

禁不住自问，这是疫区吗？然而，在沿街的

墙上，你又会不时地看到一些埃博拉的标

语和宣传画，其中一句是“Ebola is real！”，

埃博拉是真的！

我们的目的地是科索小镇，这里有一

所中国援建的、被当地视为救星的医院，如

今成为我们救治埃博拉患者的地方——中

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每天都

会有呼啸而来的救护车，放下一批待诊的

患者，又匆匆离去。留观诊疗中心就像一

个生死中转站，每天送来的患者，有治愈

的，也有死亡的。在这里，我确确实实感受

到了“埃博拉是真的”。

作为一名宣传干部，不到一线是没有发

言权的。2 月 1 日，我被批准进入埃博拉病

房。我把照相机、摄像机用专门的袋子裹了

个严实，然后穿上防护服，把自己裹个严实。

我手持摄像机，脖挂照相机，一会儿摄，一会

儿拍，记录下队员与埃博拉战斗的瞬间。

与埃博拉战斗，危险就在眼前，死亡就

在身边。这种以接触传播为主的病毒，致死

率竟高达90%。据说被感染者的1毫升血液

中含有 1 万至 100 万个埃博拉病毒，哪怕是

咳嗽喷出的一点唾液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在病房里，我看到埃博拉患者痛苦的表

情，有的已经虚弱得连睁眼都困难。在疾病

面前，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死可能就

是一瞬间。等医护人员查完房，我们回到半

污染区时，我的脸上、胳膊上、手上、后背上

已经尽是汗水。疲惫的我竟忘记怎样正确

脱防护服，在队友的提示下，我按照墙上画

的穿脱防护服流程，将 11 件防护用品一步

步脱下来。当脱掉口罩的那一刻，我感觉呼

吸一口新鲜空气是多么的幸福啊！

2 月 18 日，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

国内正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到来，我再次

进入埃博拉病房，我要记录下队员们春节

坚守岗位的场景。由于此前超负荷工作，

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头发也白了不少，

身体频频发出“警告”。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出现了晕厥的现象，头昏脑胀眼花。队

友们怕我身体吃不消，一个劲劝我先不进

病房了。我闭上眼睛稍作调整，一睁眼又

觉得有了使不完的劲。

队长下令让我进病房时间最多不超过

40 分钟，并且有人全时监控我的身体状

况。上午 8 点，早交班后，我和 8 名队员穿

好防护服进入了病房，大家走上了各自的

岗位，有的消毒，有的接诊，有的查房，有的

拍片，有的配药，有的喂服，有的输液，有的

检测。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进一次埃博拉病房不容易，我想把队

员们的工作情景多一些记录下来。一会

儿，病房外对讲机不停呼叫起来，“进病房 1

小时了，该出来了！”按照医疗规定，人进入

埃博拉病房时间一般不超过 1小时，否则身

体就可能会出问题。尽管我早已疲惫不

堪，汗流颊背，但不敢有片刻的停歇，不停

忙碌着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1个半小时

了，赶紧出来！”“已经 2 小时了，必须出来，

再不出来就出事了！”

2小时后，我拖着几尽虚脱的身子走出

了病房。当回到驻地吃年饭时，已是北京

时间除夕晚上 9 点多了。我草草扒拉了几

口饭，赶紧整理在埃博拉病房里采集到的

素材，等忙活完、写好稿，已是北京时间除

夕夜里 12 点多，这时我才想起过年给家人

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送上祝福。

身处异国他乡，我常想：是什么让中国

军医在危险的地方坚守，在关键的时候担

当呢？进入埃博拉病房，我渐渐地明白了，

是仁义之师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死神面前

毫不畏惧，是深沉满怀的大爱力量让我们

在病魔面前救死扶伤，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中国军医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

3 月 5 日，离回国的日子渐渐近了，我

再次请求进入埃博拉病房。这一次，我见

到了埃博拉危重患者穆苏老奶奶，她已经

80 岁了，在平均寿命只有 45 岁的塞拉利

昂，这绝对算是高寿。穆苏老奶奶来时渐

尽昏迷，生命岌岌可危。医疗队为她制定

了详细的诊疗方案，全体队员以生命守护

生命，终于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是啊，埃博拉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但

无法阻隔心与心的融合。3 月 11 日，听说

我们要走，已经康复出院的穆苏老奶奶专

门让家人陪伴坐了 1 个多小时的车赶来送

行。那个时候，我感到一曲军民鱼水新歌

在咏唱，歌中的军民犹如大西洋的“鱼”和

“水”，唇齿相依，跨越了国界，升华了大爱！

我与“埃博拉”那些事儿
□ 洪建国

又是年底，接到仁海来电，说他要将近
年来采写的新闻作品汇编成集，请我为之
作序。这真是他今年最好的收获，可喜可
贺！喜的是，一名基层部队战士报道员能
够沉下心来写新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谓天道酬勤；贺的是，仁海怀揣新闻理想
和成长愿景，先后两次来科技日报社军事
部学习，是我名副其实的三百部队弟子之
一，如今他推出作品集，当然值得祝贺。

和仁海的相识，应该是在 5 年前的初
夏。在未见到他之前，我已听二炮宣传处
干事的推介过，说他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多，
已经发表了上百篇稿件，在他们单位新闻
战士方阵中独领风骚。推荐他来中央新闻
单位学习，也足见单位领导对他的器重。

我对仁海的深入了解，就是从他到报
社学习的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对前来科技日报军事部学习的学
员，一般尽力培养三个能力：在报社的文字
编辑能力，在社会的攻关交往能力，和在部
队的独立采访能力。

我记得，仁海来报社报到的那天晚上，
我正好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
名军旅作家徐贵祥兄有个聚会。我想既然
是来学习的就要见见世面，就带着仁海一

同前往。没想到这个刚钻出山沟沟的兵，
在大家面前没有乱方寸，礼貌得当，举止得
体，这种品格难能可贵。

新闻记者是在新闻实践中成长的。这
个新闻实践的过程，是社会阅历和经验不
断积累的过程，也是新闻采写水平、新闻作
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仁海在这一点
上，是下了苦功夫的。到了学习的后期，无
论是他代表科技日报参加中央记者采访团
赴部队采访全军典型，还是在报社编稿，我
都很放心。

仁海性格憨厚，读他的文章，给人最
大的感受是朴实无华。他采写的新闻作
品基层部队的特点非常明显，以工作和经
验报道居多，但我也看到了他在文学创作

上的尝试，而且有着属于自己的美学追
求。比如他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的报
告文学《坑道深处追梦人》，就非常见功
底。在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的大背景下，
他深处一线去采访、观察和感受，一个个
具体的人和事，告诉我们工程兵在国防工
程建设的过程，不出声、不张扬，但他们在
筑巢过程中守护、在意和体现的精神传
统，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存在。可以说，就
是这一个个默默追梦筑梦的个体命运，构
成了导弹工程兵的群体像。通过他们的
故事，我们能够以管窥豹，看到整个大时
代的映像。

多年来，仁海置身于军营生活的长河
里，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知其缓急，知其冷

暖，知其深浅，不断地从这长河中摸出鲜活
的大鱼来。这也可以从他写的稿子中看出
端倪。

梁 衡 先 生 说 ，新 闻 有 学 ，学 在 有 无
中。一篇新闻稿应涵盖新闻的基本原理
和功能，作者的人品和政治修养、社会责
任感、工作作风及知识修养和写作技巧
等。由于这一堆东西都凝结在那一面不
大的电脑屏幕上，凝结在几百字的消息、
上千字的通讯中，因而新闻的学问体现了
政治、文学、哲学以及各种专业知识和生
活知识之中。所以这些年写新闻，对仁海
的磨练很大、提高很大，他不仅要站在旅
团单位主官的角度想问题，很多新闻点还
要放在二炮和全军来看有没有指导意
义。总笑称自己是“泥腿子”的仁海，早与
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脚下
有万水千山。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刚驻足
一个码头，又“兰舟催发”！仁海是有梦想
有追求的人，相信他的梦会在一步一步的
耕耘中得以实现，让梦想花开。

望仁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系科技日报高级记者，解放军新

闻奖评委。）

兰舟催发
陈仁海军事新闻作品集《硝烟飘香》序

□ 唐先武

装甲兵工程学院军体教员陈艳，从事

体育工作 32 年。如今，坚守在军事体育的

最前线，为培养高素质的共和国准军官不

懈奋斗。

陈艳的科学组训让学员受益匪浅。在

2015 年全军毕业联考中，她所带的 57 名学

员优良率达 100%。这份成绩单在全军院

校联考中位居榜首。

四年成为国际足球裁判

陈艳腿长、暴发力强，与体育结缘却源

于一次偶然。1983年，9岁的她恰好遇上时

任四川省队教练邓袭昌到泸州选拔田径苗

子。邓教练一眼就看到了凑热闹的她。在

试跑 2圈后，她成为省田径队一员。

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届四川省青少

年运动会全能冠军、全国中学生田径比赛

女子跳远冠军、亚运会女子 4×100 米接力

赛金牌……一路摘金夺银，她成了一颗冉

冉升起的体坛新星，被解放军体育学院特

聘为教员。

1998 年,鉴于我军足球教练的严重缺

乏，时任总政文体局局长陈招娣将她引荐给

全军著名足球裁判刘德慧。陈艳如饥似渴

地学习足球裁判的技巧和方法。每逢驻地

各级足球联赛，都主动报名，先后义务“执

法”700场次，有时一天吹 2场比赛。从国家

级到世界级的足球裁判，她只用了4年时间！

从赛场到育人“战场”

2012 年，陈艳调到装甲兵工程学院。

她仔细研究全期教学训练计划，发现课程

设置有些弊端。

此前，在解放军体育学院期间，她一边

向老教员请教，一边慢慢摸索，逐渐形成自

己一套科学训练的理论和方法。

“刚学会走怎么就让跑呢？”陈艳说。她

建议将 400 米障碍课程由大一调整到大三

开课。她共改了 10余项像这样课程设置不

合理的地方，别的教员笑称她为“推土机”。

陈艳提倡“快乐训练”，通过信任背摔、

旋转实心球等游戏让学员乐在其中；先进

行灵敏柔韧训练后进行速度、力量、耐力训

练，循序而渐进；她还将组训方法的传授贯

穿训练始终……

奉献的人生最美丽

从学员入学第一天起,陈艳就和他们

一起练,有苦一起吃,有累一起受。她的业

余时间几乎都和学员泡在一起。对此，“重

点人”小赵有很深的感悟。

学员小赵从小缺乏锻炼,体型偏胖,一

堂课下来，他就打起了退堂鼓。为了帮助

小赵渡过难关,她给他量身定做了“路线

图”，每天都陪着小赵训练，不达到标准绝

不放过。

“妈妈，您什么时候参加我的家长会

啊！”一心扑在教学上的陈艳，是女儿眼

中“不称职”的妈妈，就连女儿中考都极

少过问。

去年，装甲兵工程学院为了参加全军

首届军事技能考核，组建一支参赛队利用

暑假集训。在陈艳和同事的科学指导下摘

取了桂冠，胜利的喜悦也难掩她陪父母旅

游的计划“泡汤”的愧疚。

军体助力强军梦
记装甲兵工程学院军事体育教员陈艳

□ 郭伟峰 张校荣 本报特约记者 李 飞

在“弯头下料”赛场，各连“高手”
摆弄工具，“激战”正酣；“镀锌水管
4×50接力赛”“星三角降压启动”等
施工工序训练，注重强化官兵协作意
识，检验官兵专业技术水平。这是近
日二炮某工程旅举办第一届军事体
育运动会上的场景。该旅政委皮祖
峰介绍，多个项目都贴近实战需要，
通过体育比赛的形式，检验官兵的实
战能力。

王强 张佳璐摄影报道

运动场上“硝烟”浓

科技日报讯 （陆丽环 眭新亮 刘晨
曦）武警交通新训基地轮训大队用新一代

革命军人标准引导新兵们及时过好苦累

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新兵走好警营

人生第一步，让入伍前的只知道玩网游的

男孩尽快转变成合格的军人。

“今年的 450 名新兵从地方院校到绿

色警营，地域、生活环境的变化巨大。”新训

基地轮训大队长张同文说，可他们大多虽

苦却不言苦，人人都憋着劲儿，不愿服输、

不甘落后。

轮训大队二中队队长江成辉认为，娇

生惯养、没吃过苦、以自我为中心是大多数

新兵的共性，但是只要带兵人正确引导，他

们也会变成“真正男子汉”。

四川籍新兵魏帅，从小家庭生活条件

优越，在家中除了会打游戏不会干别的。

入伍后，处处受到班长的关心和照顾，看到

班长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懂事又会照顾

人，还军事素质过硬，魏帅既感动又羞愧，

渐渐学会了自立自强。

“网络游戏中的打赢不是真打赢，新时

代的军人才是真英雄！”山西籍新兵马谦理

入伍之前是在校大学生，每个月一大半的

生活费都会花在购买游戏装备上，如今，他

将两个月的津贴共计 1300 元全部存了起

来准备孝敬爸妈。

为了尽快让新兵实现由地方青年向士

兵的转变，新训大队请来部队参加过“5·12”

汶川地震、“8·12”天津港火灾爆炸事故抢险

救援的先进典型作报告，并开展了“学典

型 话成长”演讲比赛、新老兵良性对抗、庆

国庆文艺汇演等活动，充分调动大家的训

练热情，引导新兵在部队不断成长成才。

武警交通新训基地轮训大队
引导新兵过好部队第一关

科技日报讯 （熊华明）为进一步加强

军人驾驶地方车辆管理，近日，空军下发通

知，对官兵拥有和使用小汽车、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做出规范。

通知中规定，官兵自购汽车、摩托车

等机动车，必须渠道合法、手续完备；驾驶

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必须依法取得地

方交管部门核发的驾驶证；义务兵不得驾

驶地方车辆；士官驾驶地方车辆，必须经

团级以上单位批准；院校生长干部学员、

士官学员在校期间不得驾驶地方车辆，短

训干部学员不得带车入学；士兵骑乘电动

自行车，由连级以上单位批准备案，检查

规范；驾驶地方车辆离开营区时不得着军

装，接受交警检查、处理交通纠纷通常不

使用军人身份证件。团以上单位依据上

述规定细化具体措施，不得另行划线设

坎、扩大禁开范围，特别对单位主官和空

勤人员不能法外设法，已有措施与空军规

定不一致的立即废止。

空军做出规范
加强军人驾驶地方车辆管理

科技日报讯（贾军 乔国良 邢晨）“战

斗 精 神 网 上 论 坛 ”“ 学 英 雄 心 得 体 会

展”……走进驻疆武警 8664 部队，一项项

与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紧密相联的群众心活

动开展的格外红火。

据部队政委张东升介绍，要把“强化

战斗精神，提高打赢能力”集中教育所焕

发出来的高涨热情和教育成果，转化到完

成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中，使教

育内涵不断向纵深迈进，成为战斗精神根

深蒂固、打赢能力全面攀升的“催化剂”和

“助推器”。

武警 8664部队
不断深化战斗精神内涵

科技日报讯（徐伟）近日，武警安徽总

队第二支队“十佳武教头”评选活动爆出冷

门：“十佳”评选结果只有 6 佳，空出 4 个名

额。支队长李劲松说：“用战斗力标准评选

‘武教头’，必须做到宁缺毋滥。”

据了解，此次考核不少教练员的课目

因重形式轻内容、重形象轻效果，只懂基本

训练，不懂情况处置原理，载了“跟头”。缪

梦洋就是一个例子，他最终排名第 7，正当

大家认为他能进入“十佳”而松一口气时，

现场最高指挥官当场宣布：不懂运用作战

一律不参评。结果只有 6 人入选“十佳武

教头”。

对此，参谋长孙鹏说：“只有自己当了

打仗明白人，训练才能成为领头人。教学

法不能搞形式主义，要的是实用、管用的

教学，而不是花哨、空洞、脱离实战的假把

式。”

武警安徽总队第二支队
用战斗力标准选拔教练员

科技日报讯（杨帆）12月 1日，武警广

东边防五支队 44 名战士带着眷恋和不舍

离开了部队，将以退伍军人身份奔赴新的

人生旅程。为了尽快完成新老交替，促进

新下连的战士执勤能力生成，近日，这个支

队开展了新兵大拉练。

他们沿粤澳陆地边界一线拱北段、湾

仔段和横琴段进行全线徒步，机动踏查，并

参观了港珠澳大桥和横琴规划厅展示厅等

辖区，各管区中队主官到场为新展示详细

介绍管区边防管控情况，为新兵下连后尽

快熟悉适应部队更好地展示边防执勤工

作，履行使命夯实了基础。

据了解，今年我国现役部队首次实行

两次士兵退役制度，即 9 月完成 2013 年夏

秋季入伍的义务兵选取和退役工作，12 月

完成 2012 年冬季以前入伍的士官选取和

退役工作。

武警广东边防五支队
老兵退伍同时开展新兵大拉练

科技日报讯（张志伟）近日，武警湖北

总队武汉市支队针对“执勤着装不整”“哨

兵形象不好”等执勤中的现象，采取执勤工

作量化评比与“双争”直接挂钩的办法，使

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该支队采取“友情提醒——警告教

育 —— 挂 钩 评 优 ”的 管 理 办 法 ，成 效 明

显。在哨兵执勤期间，如果出现不规范

行为，网络查勤员会进行友情提醒，让哨

兵加强自律。同时，个人的违纪情况不

仅与本人评选“优秀士兵”挂钩，还要与

每周颁发班“作风纪律流动红旗”“军事

训练流动红旗”挂钩、与班集体的半年、

年终的评功评奖相挂钩。

由于网络监督到位、哨兵履职到位，这

个支队“常见病”“多发病”大幅减少，执勤

工作质量有了大幅提升，连续多年总队被

评为“正规化执勤等级评定一级单位”。

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
提升执勤精细化管理水平

科技日报讯 （唐继光 祝勋浩）连日

来，新疆军区某师直属队引导官兵用实际

行动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部队

年终岁尾各项工作忙而不乱，稳步推进。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通过中央媒体发布后，这个师直

属队第一时间组织官兵收听收看相关报

道，并围绕“军队改革怎么看，强军兴军怎

么干”组织新闻述评活动。

这个师直属队认识到，军队改革面临深

层利益调整，在这个节骨眼上，部队要抓好

安全工作，不给改革添乱添堵。他们结合驻

地气候环境变化的实际，针对性组织4个担

负重点目标警戒的连队，开展防范袭击破坏

应急演练提高防范能力。该师参谋长李炳

宇介绍，目前该师直属队已完成士官选套、

新兵手榴弹实投等工作，以查漏补缺为主要

内容的针对性复补训也全面展开。

新疆军区某师直属队
立足岗位用行动拥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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